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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任务: 消防给排水的基本知识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重    点:

难    点：

教学方法：

课堂类型：

教    具：

火灾与灭火、建筑给水系统的组成与分类

掌握建筑给水系统的组成与分类

建筑给水系统的分类

建筑给水系统的分类

讲授、演示



消防给排水工程
第4章 雨淋灭火及水幕系统



第4章  雨淋灭火及水幕系统

根据喷头开闭形式的不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分

为闭式和开式两大类。其中开式系统由喷头常开而得

名，管网中平时无水，火灾发生时，系统由火灾探测

装置启动，所有喷头同时喷水达到灭火或其他目的。

根据喷水形式不同，开式系统又分雨淋系统、水

幕系统、水喷雾系统。

消防给排水工程



消防给排水工程

4.7 防护冷却系统

防护冷却系统



消防给排水工程

第4章思考题

1.并联设置的雨淋阀组为什么入口应设止回

阀？



消防给排水工程

总结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各系统的工作原理？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启动条件？



1-水池          2-消防水泵 
3-水泵接合器 
4-止回阀       5-闸阀
6-湿式报警阀 
7-延迟器       8-压力开关 
9-水力警铃 
10-报警控制器 
11-立管        12-配水管 
13-闭式洒水喷头
14-信号阀 
15-水流指示器 
16-末端试水装置 
17-末端试水阀 
18-水箱

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示意图

消防给排水工程



发生火灾

直接启动水泵

喷头动作

末端试水装置

喷水灭火

水流指示器动作

湿式报警阀动作

报警阀压力开关动作

确认火灭

人工停泵

关闭控制阀

水力警
铃报警

消防水泵接合器供水

消防控制中心

系统管网压力开关
高位消防
水箱流量
开关

发生火灾

直接启动水泵

喷头动作

末端试水装置

喷水灭火

水流指示器动作

湿式报警阀动作

报警阀压力开关动作

确认火灭

人工停泵

关闭控制阀

水力警
铃报警

消防控制中心

湿式系统工作原理



1-水池               2-消防水泵 
3-水泵接合器     4-止回阀 
5-闸阀        
6-干式报警阀 
7-延迟器            8-压力开关 
9-水力警铃 
10-报警控制器 
11-立管              12-配水管 
13-闭式洒水喷头 
14-信号阀  
15-水流指示器 
16-末端试水装置 
17-末端试水阀     18-水箱 
19-快速排气阀     20-电动阀

干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示意图

消防给排水工程



打开末端自
动排气装置

消防水泵接合器供水

系统管网压
力开关

高位消防水
箱流量开关

发生火灾

喷头动作 末端试水装置

喷水灭火

加速排气阀动作

干式报警阀动作

报警阀压力开关动作

确认火灭

关闭控制阀

水力警铃动作报警

消防控制中心

干式系统工作原理

直接启动水泵

人工停泵



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示意图

1-水池            2-消防水泵 
3-水泵接合器   4-止回阀
5-闸阀            6-预作用报警阀
7-延迟器         8-压力开关 
9-水力警铃 
10-报警控制器 
11-立管          12-配水管 
13-闭式洒水喷头
14-信号阀       15-水流指示器 
16-末端试水装置 
17-末端试水阀    18-水箱
19-快速排气阀    20-电动阀 
21-感烟探测器 
22-感温探测器

消防给排水工程



发生火灾

预作用系统的工作原理

手动探测器动作

打开预作用阀的附属电磁阀

预作用阀打开

报警阀压力开关动作

直接启动供水泵

系统充水变成湿式

喷头爆破喷水

确认火灭

人工停泵

关闭控制阀

现场人员

现场紧急启动预作用阀门

水流指示器动作

消防控制中心

消防水泵接合器供水

水力警铃动
作报警

排气阀开启

系统管网压
力开关

排气阀关闭

高位消防
水箱流量

开关



消防给排水工程

总结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各系统的工作原理？

2.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启动条件？



选择题

1.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置场所的火灾危险等级，共分为4
类8级，其中（）指可燃物数量、火灾放热速率为中等，

火灾初期不会引起剧烈燃烧的场所。

A.轻危险级

B.中危险级

C.严重危险级

D.仓库火灾危险级 



选择题

2.总建筑面积为5000㎡的商场，其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

设计参数应按火灾危险等级不低于（）确定。

A.轻危险级

B.中危险级

C.严重危险级

D.中危险II级 



选择题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持续喷水时间，一般按火灾延续

时间不小于（）h确定。

A.1.0
B.0.5
C.1.5
D.2.0 



选择题

4.对于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来说，系统在选择洒水

喷头时应选择（）洒水喷头。

A.吊顶型

B.边墙型

C.直立型

D.下垂型 



选择题

5.由火灾自动报警和充气管道上设置的压力开关开启预

作用装置的预作用系统，配水管道充水时间不宜大于（）

min。
A.1
B.2
C.3
D.5



选择题

6.下列有关防火分隔水幕系统的说法，正确的是（）。

A.防火分隔水幕系统采用的是开式喷头或水幕喷头

B.防火分隔水幕系统喷头设置点高度不应超过4m
C.防火分隔水幕系统喷头的工作压力不应小于0.15MPa
D.防火分隔水幕系统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大于系统设置部

位的耐火极限的要求。



选择题

6.某商场设置在地下一层，建筑面积为5600㎡，建筑内

设置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保护，下列关于该系统的话

说法正确的是（）。

A.系统宜采用快速响应喷头

B.系统参数应按中危险I级设计

C.系统可以采用消防洒水软管

D.系统不能选择两个厂家生产同一规格、型号的洒水喷

头。



选择题

7.下列关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报警阀设置要求的说法，

不正确的是（）。

A.保护室内钢屋架等建筑构件的闭式系统应设独立的报

警阀组

B.水幕系统应设独立的报警阀组或感温雨淋报警阀

C.雨淋报警阀组的电磁阀入口前不应设过滤器

D.设置报警阀组的部位应设有排水设施



选择题

8.下列关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操作控制的说法，正确的

是（）。

A.消防水泵除具有自动控制启动方式外，还应具备消防

控制室（盘）远程控制和消防水泵现场应急操作

B.干式系统应有消防水泵出水干管上设置的压力开关或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直接启动消防水泵

C.湿式系统应由高位消防水箱出水管上的流量开关或火

灾自动报警系统直接启动消防水泵

D.快速排气阀入口前的电动阀应在启动消防水泵的同时

开启

E.预作用装置处应设置现场手动应急操作



选择题

9.下列关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选择的说法，正确的

是（）。

A.干式系统应采用下垂型喷头或干式下垂型喷头

B.雨淋系统的一个防护区内必须采用同一厂家生产的喷

头

C.医院、疗养院的病房及治疗区域，老年、少儿、残疾

人的基体活动场所当采用湿式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宜采

用快速响应喷头

D.易受碰撞的部位，应采用带保护罩的喷头或吊顶型喷

头

E.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备用喷头数不应少于总数的1%，

且每种型号均不得少于5只



选择题

10.不具备直接灭火能力，用于防火分隔和冷却保护分隔

物的防火系统为（）。

A.雨淋系统

B.水幕系统

C.自动喷水-泡沫联用系统

D.湿式系统



选择题

11.下列关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选型的说法中，正确

的是（）。

A.对于湿式系统，不做吊顶的场所，当配水支管布置在

梁下时，应采用下垂型洒水喷头

B.对于干式系统，应采用直立型洒水喷头或下垂型洒水

喷头

C.对于湿式系统，吊顶下布置的洒水喷头，应采用吊顶

型洒水喷头或干式下垂型洒水喷头

D.对于预作用系统，应采用直立型洒水喷头或干式下垂

型洒水喷头



选择题

12.某印刷厂，火灾危险等级为严重I级，设湿式自动喷

水灭火系统全保护，则配水支管控制的喷头数最多为（）

个。

A.9
B.10
C.8
D.6



选择题

13.（）的功能是能够及时报告火灾发生的部位。

A.压力开关

B.水力警铃

C.延迟器

D.水流指示器



选择题

14.防火分隔水幕的喷头布置，应保证水幕的宽度不小于

6m，采用水幕喷头时，喷头不应少于（）排，采用开式

洒水喷头时，喷头不应少于（）排。

A. 2 , 3
B. 1 , 2
C. 3 , 2
D. 3 , 1



选择题

14.水力警铃的工作压力不应小于（）。

A. 0.03MPa
B. 0.05MPa
C. 0.08MPa
D. 0.1MPa



选择题

1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报警阀组宜设在安全及易于操作的

地点，报警阀距地面的高度宜为（）m。

A. 0.8
B.1.1
C. 1.2
D. 1.5




